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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年前的春天，国务院颁布命
令，在西藏施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此，西
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将命运牢牢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历史滚滚向前，
近日，记者深入到广袤高原，采访了
一位曾经是农奴的老人其美多吉，从
他真诚朴素的话语里，我们感受到了
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6年，其美多吉出生在那曲，
随之而来的“人头税”成为压倒父母
和家里人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由
于不堪重负，父母带着 6个月大的
其美多吉从那曲逃至拉萨市达孜区
雪乡，但也难逃被剥削、被奴役的命
运。从其美多吉记事起，全家人都
是雪乡雪寺的“差巴”。幼年时的日
子总是与眼泪交织在一起，那时候
受的苦，他现在还记忆犹新。

达孜区德庆镇德吉新村村民其
美多吉说：“在雪寺当差巴时，我要
放一两千头羊，还时常挨打，羊毛和
奶渣统统都要上交，我们没有享用
羊毛和奶渣的权利，各个庄园主都
借着自己的权利糟蹋老百姓，让老
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大幕
拉开，其美多吉一家分到了土地、牲
畜和位于雪乡扎西岗村 5 组的房
子。虽然是一层简单的小平房，但
对于从小生活在羊圈里的其美多吉
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其美
多吉说：“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
农民分到了土地等，尤其是把权利
交还给了老百姓，没有土地分土地，

没有房子分房子，没有牲畜分牲畜，
我们就这样彻底自由了。”

分到土地后，其美多吉种起了粮
食。以前种地收成都要上交给庄园
主，现在种粮食，政府还给补贴。每
每谈及此，老人黝黑的脸庞总是泛起
笑容。他还对产量的提高满心欢喜，
从 20世纪 60年代到现在，青稞品种
已更新换代七八个品种，产量也翻了
好几番。高标准农田建设后，今后耕
作更方便，产量还能提高。

2017年，其美多吉一家在党的好
政策下，从扎西岗村搬到了距离县城
更近的德吉新村。“德吉”在藏语里意
为幸福，属于拉萨市达孜区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其美多吉的新家就在德
吉新村的小山坡上，二层藏式小楼精
致敞亮，冰箱彩电、电动酥油机等电
器一应俱全，白泥灰将院子外墙粉饰
得平整洁净。老人没想到现在老了还
能住上两层楼房。望着窗外柳树抽出
的新芽，老人感慨万千。

其美多吉说：“搬过来后房子更好
了，现在的是水泥结构。搬到这边已
经七年了，生活顺遂，过得很舒坦，交
通方便，离市区和医院都近。”

65年里，其美多吉的家从臭气熏
天的羊圈到简陋的一层平房再到二层
藏式小楼，居住环境的变化折射出西
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只有经历寒冬
的人，才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春天的
温暖。如今的其美多吉一家早已过上
了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他也
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代代年轻人听。

“我 1967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时候为党和人民服务过，现在
我年龄大了，国家给我发放生活补贴
和养老金。我也经常给年轻一代讲中
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教育他们要听
党话，多为党和老百姓作贡献。”其美
多吉说。

其 美 多 吉 一 家 过 上 了
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拉萨融媒记者 莫瑞英

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3月27日，我市
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异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广大
干部群众齐聚一堂，忆往昔、谈变化、展未来，表达
对党和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赞美。

27日，城关区扎细街道团结新村社区举办了
“忆往昔 谈今朝 话未来”“3·28”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纪念日公益展，通过百余件从社区居民中
征集来的“老物件”“老照片”“老证件”等，真实展
现西藏民主改革65年来的光辉历程。“通过这些
老物件,我看到了拉萨的发展变迁，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
点。”团结新村社区居民洛桑康钦说。

堆龙德庆区乃琼社区举办了纪念西藏民主改
革65周年文艺汇演暨“848”套公寓楼产权证发放
仪式。在喜庆热烈的氛围中，乃琼社区9个居民
小组的居民们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大红本”。“今
天我们居民心情特别高兴，拿到了不动产权证，
权益有了保障，这样住得就更安心了。现在在党
的好政策下，我们的住房等各方面越来越好，我
们心里充满感激。”堆龙德庆区乃琼社区二组组
长晋美加措说。

达孜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了纪念西藏民主改
革65周年国家通用语言比赛。来自辖区的21名

村“两委”、村民、僧人代表,用声情并茂的朗诵诉
说着共产党来了苦变甜、高原儿女心向党的动人
故事。“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我深切感受到如今
的西藏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生活环境良
好。对今天的生活，我们要倍加珍惜，自觉维护祖
国统一、民族团结，勇做讲团结、爱祖国的好僧
尼。”达孜区罗寺僧人朗卡坚参说。

拉萨市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格桑花”女子执勤
队的16名队员走进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参
观践学，通过一件件承载历史记忆的展品，近距
离感受旧西藏的黑暗、新西藏的光明。“通过此次
活动，进一步教育和引导我们牢记历史，我们将
汲取前进力量，继续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
护好雪域空港国门，为拉萨空港口岸安全稳定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拉萨市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格桑花”女子执勤队队员德庆白珍说。
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干部职工走进西藏工业博

物馆，在西藏工业沧桑巨变中汲取精神力量。“作
为一名电力工作人员，我将牢记先辈奋斗历史，珍
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并全力投身于西藏电网建设，
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青年人的力
量。”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嘎玛玉珍说。

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了爱国歌
曲合唱比赛，师生同台献唱，用歌声传递情感，用
音乐连接心灵，表达着师生对西藏巨变的欣喜和
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
们要学习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勇于面对
困难和挑战，不断锻炼和发展自我，成为一个未
来对祖国有贡献的人。”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学生嘎旺巴桑说。
城关区当热社区联合加措社区、铁崩岗社区、

扎细街道、蔡公堂街道、两岛街道举行了升国旗仪
式、新旧西藏对比宣讲、书记讲党课、茶话会、文艺
汇演，多形式重温了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光辉岁月
和巨大变迁，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惠从何来、
恩向谁报”。

“很荣幸参加此次‘3·28’文艺汇演活动，我们
参演人员通过演绎用自己的方式真诚表达对伟大
时代和美好生活的赞美，唱响中国共产党好、伟大
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加措社区工作人员晋美说。

“此次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更清楚地了解了新
西藏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加深了各民族干部和群
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联系，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
心。”蔡公堂街道党工委组宣委员德吉卓嘎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
有西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65年来，西藏的各
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作为一名老党
员，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永远听党话，永远
跟党走。”仙足岛社区居民、老党员冬查说。

城关区功德林街道还邀请了驻地单位西藏博
物馆在现场设置“雪域丰碑”微展馆，以问答送礼的
形式，让西藏民主改革相关历史知识入脑入心。此
外还组织人社、民政、医保、税务、医疗等20余家单
位，采取主题宣讲、政策阐述、义诊义剪和送医送药
等方式，让现场400余名群众切身感受党和政府的
关心关怀。（记者：范江英、大拉姆次仁、大索朗曲
珍、杨璐、李从芳、郝奕凝、吴敏、旦增拉珍、次仁卓
玛、余洋洋、小索朗曲珍、次仁卓嘎）

同心颂党恩 奋楫新征程
——我市广泛开展各类主题活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拉萨融媒记者

3月春风，吹开新绿，雪域高原处处洋溢着蓬
勃的生机。

走进“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市克松社
区，一幢幢漂亮的藏式独院映入眼帘，而这里曾
经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的庄
园。现年82岁的洛桑卓玛老人曾经是庄园里的

“朗生”（西藏农奴的一种）。“农奴主把吃剩的骨
头扔给狗，为了能尝一口荤气，我不得不和狗去
抢。”她的童年充斥着无尽的黑暗和痛苦。

一滴水里观沧海。洛桑卓玛悲惨的经历是广
大农奴被剥削被压迫的缩影。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65年前的 1959 年 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
改革在西藏全面展开，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
史性变迁，也开启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
乐且普享权利的历史新纪元。

65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
民的无私援助下，摆脱苦难枷锁的西藏人民，投
身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伟业，昂首阔步新
时代，正在创造西藏历史最辉煌的篇章。

“能够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我这一生没有遗
憾了。”洛桑卓玛布满皱纹的嘴角露出欣然的微笑。

享受平等与自由——民主改革让高原
儿女真正享有各项人权

坐落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境内的帕拉庄园，是
目前西藏保存较完整的农奴主贵族庄园，也是近
距离观摩旧西藏贵族日常生活的最佳场所。

走进这个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庄园，映
入眼帘的是三层的楼房，从下到上分别是牲畜
圈、农奴干活场所、庄园主生活起居的住所。象
牙筷子、银质餐具、劳力士手表、兽皮大衣……展
柜存放的上百件庄园主的生活用品，彰显着这个
庄园主人曾经的地位和权势。

在奴隶制几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
大的农奴制却还存留在青藏高原。

资料显示，当时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
（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
富，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今年82岁的拉巴仓决，来自江孜县江热乡班

觉伦布村。65年前，她曾是帕拉庄园的农奴，每
天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干活稍有懈怠就
遭毒打，生病也得不到及时救治。

与拉巴仓决境遇相同的农奴，在帕拉庄园还
有3000多人。他们渴望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人
生。“我们是领主家的生产工具，连大声说话的资
格都没有。苦日子看不到尽头，每天想着天降菩
萨拯救我们。”拉巴仓决说。

1959年 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
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掀
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给腐朽的农奴制敲响
丧钟，百万农奴获得解放。

长江学者、西藏大学教授次旦扎西表示，民主
改革最根本的进步是人的发展进步，西藏人民真
正享有了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

流传至今的一张珍贵照片，定格了当时的历
史瞬间：熊熊烈火烧掉契约和债据，翻身农奴载
歌载舞，庆祝翻身解放。

“被农奴主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我们，从此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山南市扎囊县哲木社区现年
80岁的达瓦至今清晰记得民主改革时期的风云岁月。

随着民主改革在农村、牧区、寺庙、城镇等陆
续展开，侵犯农奴生存、婚嫁、流动、居住、劳动、
人格尊严、接受教育等权利的制度枷锁被砸碎。

从此，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西
藏，屹立世界屋脊。

投身建设与发展——高原儿女谱写壮
丽奋斗诗篇

春风轻拂，雅砻河谷迎来了春耕季。一大早，
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哈鲁岗村的村民便忙碌在田
间地头。昔日的“乞丐村”旧貌换新颜，辛勤劳作
的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哈鲁岗村只有24
户，民主改革中，政府把附近的20多户乞丐和无
家可归人员安置在这里，“乞丐村”之名由此而来。

村民多吉欧珠的父辈曾沿街乞讨至颇章乡，
民主改革后便在哈鲁岗村定居下来。“一根朽木
做拐，一个破麻布口袋装粮，衣衫褴褛地沿街乞
讨，这是旧西藏时期乞丐潦倒穷酸的形象。父亲
告诉我，他们这些乞丐生活非常惨，能吃上一口

糌粑就很满足了。”多吉欧珠说。
西藏民主改革，犹如一束光，照亮了多吉欧珠

一家。他家分得了房子和田地，还有很多牛羊，家
人也穿上了能遮体的衣服。

如今，多吉欧珠一家人曾经居住的土坯房已变
成藏式二层小楼。在多吉欧珠的家里，墙壁上张贴
的一排排奖状格外引人注目。

多吉欧珠高兴地介绍起孙女阿珍的一项项荣
誉，“阿珍学习非常努力，学习成绩很好，将来她一
定能考上名牌大学。”

教育之变，是西藏之变的重要体现。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
文化程度的人口达11019人，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
育年限提高至13.1年；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409所，
在校学生94.4万人。

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门巴族小伙次旺江措，
2018 年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西藏林芝市墨脱
县。“回到家乡后，我开过养鸡场和花生油加工厂。”
他说，看到家乡的人气越来越旺，2023年初在墨脱
县德兴乡德兴村开办了一家以石锅鸡为特色的餐
馆，仅在一年内收入就达十几万元。

西藏墨脱县，被喜马拉雅山三面环抱，山高林
密，路途险峻，物资运输曾经只能靠人背马驮。“只
有世世代代生活在墨脱的人们，才知道对路的渴望
有多么强烈。”今年40岁的白玛曲珍对家乡墨脱的
路有着独特的情结。

白玛曲珍掰着手指头算着11年前去北京的艰
难行程：“从村到县，到市，再到北京，一路步行、乘汽
车、再坐飞机，3000多公里的路足足走了6天！”

2013年10月31日，“高原孤岛”墨脱实现第一
条公路全线通车。十余年来，通往墨脱的道路持续
改造升级，墨脱群众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便捷。“路
通了，人多了，产业兴旺了。墨脱现在可是热门旅
游打卡地了。”白玛曲珍自豪地说。

墨脱之变，折射出西藏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2019年底，西藏累计实现62.8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
绝对贫困。2023年，西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
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5万元和
2万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下转第五版）

高 原 儿 女 阔 步 新 时 代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图为其美多吉老人展示自家满满当当的粮食仓库。
拉萨融媒记者 莫瑞英摄

感党恩 颂盛世
——说说我们的新变化

感党恩感党恩··颂盛世颂盛世

（上接第一版）社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8%以上，
在编僧尼实现医保、养老保险、低保、意外伤害险
和健康体检全覆盖，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连续 9 年位居全国首位。今天的西藏，生态文
明建设按下“快进键”，绿色低碳发展跑出“加速
度”，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6%，生
态红线面积占 50%以上，大地“增绿”与群众“增
收”同步推进，丰富的生态资源成为各族人民看
得见、守得住的“幸福不动产”。今天的西藏，边
境地区持续快速发展，624 个边境小康村全面建
成，主要乡镇全部接入大电网，建制村宽带和 4G
信号覆盖率达 100%，各族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
在雪域边陲。一个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
睦、繁荣发展、民生改善、生态良好、边疆巩固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巍然屹立于世界之巅，绽放出
更加耀眼的光彩！

同志们，朋友们！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西藏发

生的沧桑巨变，西藏发展的日新月异，揭示了一个
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西

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新西藏。
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是我们应
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
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基
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经历过寒冬，最知道
春天的温暖；穿越过黑暗，最懂得光明的可贵。今
天的西藏，家家房顶插挂国旗，户户屋里悬挂领袖
像，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同志们，朋友们！
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建藏兴藏接力向前。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嘱托、感
恩奋进，坚决扛起“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的光荣
使命，将“四件大事”作为全局性定位、全方位要
求、全过程引领，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再创新辉煌。我们要继续抓好“稳定”大事，坚持
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定不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立足打赢最复杂斗
争、迎接最严峻挑战，筑牢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
我们要继续抓好“发展”大事，聚焦高质量发展这
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用心用情办好
民生实事、兜住民生底线，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
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我们要继续抓好“生态”大
事，守护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的“高颜值”，创造绿色
发展、生态惠民的“高价值”，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最靓丽的发展底色。我们要继续抓好

“强边”大事，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
重，推动政策、项目、资金更多向边境倾斜，以边疆繁
荣促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

同志们，朋友们！
辉煌的过往载入史册，美好的未来源于奋斗。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
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区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
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3月 27日晚，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
部承办的“盛世中国 幸福西藏”——拉萨市纪念
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合唱大赛在拉萨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体育馆内举行并进行了网络直播。

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
各族儿女战天斗地、团结奋斗，西藏各项事业取得
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岁月如歌，高原壮阔。
合唱大赛在慷慨激昂的歌舞《西藏人民齐欢唱》中
正式拉开序幕。《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大家
来庆贺》《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来自我市各县（区）、功能园区、各系统的16支代
表队、1500余人用歌声唱响主旋律，生动展现了
民主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唱出了对党的无限
热爱。

大赛采取现场打分和网络投票的方式综合评
定最终得分，经过激烈角逐，消防救援支队代表队
获得大赛一等奖。城关区代表队、林周县代表队
获得大赛二等奖，政法系统代表队、宣传系统代表
队、纪检监察系统代表队获得大赛三等奖。

“我们前期筹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次获
得一等奖非常激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演出和
大屏幕的呈现，把西藏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展
现给大家。通过此次活动，让我们更深刻地体
会到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刻意义，在接下来的
生活和工作中，我将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为拉萨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智慧和力
量。”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教育处干事云旦
旺姆说。

优美的旋律，奏响西藏民主改革的壮丽乐章，
嘹亮的歌声，唤起拉萨儿女的自豪与向往。此次
大赛不仅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次对历史的
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提醒着广大干部群众要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也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共同思
想基础、凝聚强大精神合力。

“能看到这样一台大赛，我很荣幸，也很感动，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社会的变迁，民主改革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成果。”晋美老人有感地说。

大赛最后，千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抒发了
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共同唱响了拉萨各族儿女对
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同时，激发了大家为祖国的
发展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
盛
世
中
国

幸
福
西
藏
﹄

—
—

拉
萨
市
纪
念
西
藏
民
主
改
革65

周
年
合
唱
大
赛
侧
记

拉
萨
融
媒
记
者

格
桑
卓
嘎


